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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园林植物景观评价与优化建议

樊明明Ǔ田晓鸽
石河子市园林研究所Ǔ新疆Ǔ石河子Ǔ832000

摘Ȟ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公园作为城市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供休闲空

间、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园林植物景观作为城市公园的核心要素，其美观度、生态性、文化性等方

面直接关系到公园的整体品质。本文旨在通过对城市公园园林植物景观的评价，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为城市公园的

植物景观设计与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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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公园园林植物景观不仅具有美化环境的功能，

还能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提供生物栖息地等生态效

益。然而，当前城市公园植物景观设计中仍存在一些问

题，如植物种类单一、布局不合理、缺乏文化内涵等。

因此，对城市公园园林植物景观进行评价与优化具有重

要意义。

1��城市公园园林植物景观评价

1.1  观赏性评价
观赏性是园林植物景观最直观、最基本的属性，它

直接关系到游客对公园的第一印象和整体感受。观赏性

评价主要涵盖植物的色彩、形态、季相变化等多个方

面。在色彩方面，植物色彩的搭配是否和谐是评价的重

要标准。色彩心理学原理告诉，不同的色彩能够引发人

们不同的情感反应。因此，在植物景观设计中，应充分

考虑色彩的对比与调和效果。例如，暖色调的植物如红

叶李、金叶国槐等，可以营造出热烈、活泼的氛围；而

冷色调的植物如蓝杉、银白杨等，则能给人带来宁静、

深远的感觉。通过合理搭配冷暖色调的植物，可以创造

出丰富多变的视觉效果，提升公园的吸引力。形态多样

性也是观赏性评价的重要方面。植物的形态各异，有的

高耸入云，有的低矮匍匐；有的枝叶繁茂，有的枝干扭

曲。在植物景观设计中，应充分利用这些形态多样的植

物，创造出层次丰富、立体感强的景观效果。同时，还

应注意植物形态的统一性，避免过于杂乱无章，影响整

体美观[1]。季相变化是植物景观的又一重要特色。随着季

节的更替，植物的叶色、花色、果色等都会发生变化，

形成独特的季相景观。在评价时，应关注植物季相变化

的连续性和节奏感。例如，春季可以种植樱花、桃花等

开花早的植物，夏季则可以选择荷花、紫薇等花期较长

的植物，秋季则可以观赏枫叶、银杏等变色叶植物，冬

季则可以欣赏松柏等常绿植物。通过合理搭配不同季相

的植物，可以确保公园一年四季都有景可观。

1.2  生态性评价
生态性是园林植物景观的核心内容，它关系到植物

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功能的发挥。生态性评价主要

涉及植物群落的结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以及植物对环

境的适应性等方面。在植物群落结构稳定性方面，应关

注植物群落的层次结构和物种组成。一个稳定的植物群

落通常具有多层次的结构，包括乔木层、灌木层、草本

层等。这样的结构有助于充分利用光能、水分和养分等

资源，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同时，物种多样性也是

植物群落稳定性的重要保障。通过种植多种植物，可以

形成复杂的生态网络，增强植物群落的抗干扰能力和恢

复力。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性评价的另一重要方面。生物

多样性指数是衡量植物景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指标。通

过调查公园内的植物种类数量、分布情况以及珍稀濒危

物种的保护状况等，可以量化评价植物景观的生物多样

性水平。高生物多样性的植物景观不仅有助于维持生态

平衡，还能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自然体验和科普教育机

会。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也是生态性评价不可忽视的一方

面。在选择植物时，应充分考虑其对当地气候、土壤、水

源等自然条件的适应性。选择适应性强、生长健壮的植

物，可以降低养护成本，提高植物景观的可持续性。

1.3  文化性评价
文化性是园林植物景观的重要内涵，它赋予了植物

景观更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性评价主要包

括植物名称的寓意、传统园林艺术的表现手法等方面。

植物名称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在评价

时，可以深入挖掘植物名称的来源、演变过程以及其与

当地历史、文化、民俗等的关系。例如，松树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象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梅花则寓意着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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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和谦逊的品质。通过巧妙运用这些具有文化底蕴的

植物，可以提升公园的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传统园林

艺术的表现手法也是文化性评价的重要方面。中国传统

园林注重借景、对景、框景等手法的运用，通过植物与

山水、建筑、雕塑等元素的巧妙结合，创造出意境深

远、富有诗意的景观效果。在评价时，应关注这些传统

园林艺术手法在植物景观中的运用情况，以及其所营造

出的文化氛围和审美体验。

1.4  可持续性评价
可持续性评价关注植物景观的长期发展，包括植物

的生长周期、生命周期、养护管理等方面。在评价时，

应充分考虑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节约问题。选择生长

周期短、繁殖能力强的植物，可以加快植物景观的形成

速度；同时，还应关注植物的生命周期管理，及时更换

老化、病死的植物，保持植物景观的活力和美观。养护

管理是可持续性评价的另一重要方面。合理的养护管理

可以延长植物景观的寿命，提高其抗病虫害能力和适应

性。在养护过程中，应注重科学施肥、合理灌溉、定期

修剪等措施的实施，确保植物健康成长。此外，还应关

注公园植物景观的动态变化。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居民需

求的变化，植物景观也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通过长期

的监测和管理，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植物景观存在的问

题，确保其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2��城市公园园林植物景观优化建议

城市公园，作为城市居民日常休闲、娱乐和放松的

重要场所，其园林植物景观的优化设计对于提升城市整

体品质、增强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城市公园园林植物景观的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

多个方面入手。通过丰富植物种类、合理布局植物、强

化生态功能、挖掘文化内涵以及加强养护管理等措施，

可以打造出既美观又实用、既生态又文化的城市公园植

物景观。这样的植物景观不仅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

优质的休闲娱乐空间，还能够提升城市的整体品质和形

象，让城市变得更加宜居和美丽。

2.1  丰富植物种类，提升生物多样性
为了显著增加城市公园的生物多样性，并提升植物

景观的观赏性和生态性，必须积极引入更多种类的植

物。在植物的选择上，本土植物应作为首选。这是因为

本土植物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适应，已经能够很好地

融入当地的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它们生长健壮，抗

病虫害能力强，且对当地生态系统地维护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例如，在某些地区，可以优先选择如国槐、榆

树等本土乔木，它们不仅生长迅速，而且能为当地野生

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在优先考虑本土植物的基础

上，也可以适当引入一些外来观赏植物。这些外来植物

通常具有独特的形态、色彩或花期，能够为城市公园的

植物景观增添新的亮点。例如，可以引入一些热带或亚

热带的观赏花卉，如蝴蝶兰、凤梨等，它们在温室内或

特定的小气候环境中能够生长良好，为游客带来新奇的

视觉体验。然而，在引入外来植物时，必须进行严格的

风险评估，确保它们不会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这包括对植物的生长习性、繁殖能力、病虫害情况等进

行全面的了解和研究。为了进一步提升植物景观的丰富

度和层次感，可以建立植物专类园或主题花园[2]。例如，

可以设立一个花卉园，集中展示各种花卉的美丽和魅

力；或者设立一个药用植物园，让游客了解和学习各种

药用植物的特性和用途。此外，还可以设立岩石园、水

生植物园等，以展示不同生态环境下的植物景观。这些

专类园或主题花园不仅能够增加植物种类，还能提升公

园的观赏性和教育功能，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获得更多

的知识和乐趣。

2.2  合理布局植物，优化空间结构
合理的植物布局对于提升公园的空间结构美感至关

重要。在植物配置上，应注重乔、灌、草、藤等植物的

搭配，形成立体园林观赏空间。乔木作为公园的骨架，

能够提供遮阴和背景，为游客提供舒适的游览环境。在

选择乔木时，可以考虑它们的生长速度、树冠形态、叶

色等因素，以创造出丰富多变的天线。灌木和草本植物

则可以填充乔木间的空隙，增加景观的层次感和丰富

度。例如，可以在乔木下种植一些耐阴的灌木和草本植

物，如八角金盘、麦冬等，它们不仅能够丰富景观层

次，还能为乔木提供养分和保持土壤湿润。藤本植物则

可以利用廊架、花墙等立体结构，创造独特的垂直绿化

效果。例如，可以在公园的入口处或主要景点处设置藤

本植物廊架，让游客在行走过程中感受到绿色植物的环

绕和拥抱。此外，还可以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需求，选

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和布局方式[3]。在儿童游乐区，应配

置安全、无毒的植物，避免有刺或易引起过敏的植物；

在休息区，应配置遮阴效果好、观赏性强的植物，如桂

花、樱花等，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憩环境；在运动区，

则应选择耐踩踏、易恢复的植物，如草坪等，以适应高

频次的使用。

2.3  强化生态功能，发挥生态效益
通过构建稳定的植物群落结构，可以显著提升公园

植物景观的生态功能。在植物选择上，应优先考虑具有

固碳释氧、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等功能的植物种类。例



2025� 第4卷�第13期·现代工程项目管理

180

如，樟树、桂花等常绿乔木不仅观赏性强，还能有效吸

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为城市提供清新的空气。湿地

植物如芦苇、香蒲等则具有良好的净水作用，可以在公

园的湿地区域种植，以净化水质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了

保持植物群落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养护管理。

定期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是保持植物群落稳定的重

要措施。修剪可以去除枯枝败叶，保持植物的形态美观

和生长健康；施肥可以为植物提供必要的营养，促进其

生长发育；病虫害防治则可以防止植物受到病虫害的侵

袭，保护其健康生长。此外，还应注意植物群落的更新

和演替，及时补植或替换老化、病死的植物，保持植物

群落的活力和生态效益。

2.4  挖掘文化内涵，提升景观品质
植物景观不仅是自然景观的展现，更是文化内涵的

传承。在植物景观设计中，应充分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

元素，将植物与文化相结合，提升景观的文化内涵。例

如，可以设置植物雕塑来展示当地的历史故事和民俗文

化。这些雕塑可以以当地传说或历史人物为原型，通过

艺术化的手法将其与植物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

的景观作品。除了植物雕塑外，还可以利用植物壁画来

展示地方特色。这些壁画可以利用植物的自然形态和色

彩来绘制，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图案。例如，在某

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公园区域，可以绘制具有民族风情的

植物壁画，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感受到浓厚的民族文化

氛围。此外，还可以通过种植具有特殊寓意的植物来传

达美好的祝福和愿景[4]。例如，桂花象征富贵吉祥，可以

在公园的入口或主要景点处种植桂花林，让游客在游览

过程中感受到吉祥如意的氛围；竹子象征坚韧不拔，可

以在公园的边坡或空地种植竹林，形成独特的竹景；梅

花象征高洁坚强，可以在公园的冬季景区种植梅林，让

游客在寒冷的冬季也能感受到梅花的傲骨和美丽。

2.5  加强养护管理，确保景观可持续性
养护管理是确保植物景观可持续性的关键。应建立

完善的养护管理制度，定期对植物进行修剪、施肥、病

虫害防治等工作。为了提高养护管理的效率和精度，

可以引入现代科技手段。例如，可以引入智能灌溉系统

来根据土壤湿度和植物需水量自动调节灌溉量，避免水

资源的浪费；可以设置远程监控系统来实时监测植物的

生长状况和病虫害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防止病

虫害的扩散和蔓延。同时，还应加强游客的环保教育，

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可以在公园内设置宣传牌、举办

环保活动等方式来普及环保知识，引导游客爱护植物景

观，减少人为破坏行为。例如，可以设置“请勿践踏草

坪”“请勿采摘花朵”等宣传牌来提醒游客遵守公园规

定；可以举办环保主题讲座、植树造林等活动来增强游

客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

结语

城市公园园林植物景观的评价与优化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综合考虑观赏性、生态性、文化性和可持续性

等方面。通过丰富植物种类、合理布局植物、挖掘文化

内涵和加强养护管理等措施，可以显著提升城市公园植

物景观的品质和价值。未来，应继续加强植物景观的研

究与实践，为城市公园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参

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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